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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领风尚　传承精粹

张仁健

1980年金秋十月，改革开放，大地重光。一份

厚重的大型文学杂志，在其封面的居中，以遒劲的

老宋方笔“名作欣赏”四字组成方正阳文大印赫然

标示刊名，引人注目地拂浴着新时代的曙光，在娘

子关内的三晋黄土高原上破土而出。

我，作为《名作欣赏》的创意动议者，后来，

又由社办丛刊的责编转为正规期刊的主编、社长，

对于承办的这个期刊一经问世便引起巨大的轰动效

应，而且一枝独秀，引领着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文艺

鉴赏、艺术审美热潮的勃兴，确实有点始料未及。

如今回顾，实话实说：《名作欣赏》的呱呱坠

地，似乎并未感受到十月怀胎的艰辛与一朝分娩的

阵痛。



2010年，我的北京大学中文系同窗、终身挚友

彭庆生教授为拙著《舞文杂辑》挥毫作序，开笔伊

始即纵情回顾30年前《名作欣赏》创刊时的旧事。

他说：“我翻开了《名作欣赏》最初的三期，那作

者队伍中，有一批闻名遐迩的作家、学者和艺术

家。如萧军、施蛰存、李健吾、程千帆、王瑶、沈

祖棻（遗作）、陈瘦竹、蒋和森、黄秋耘、吴奔

星、吴小如、钱谷融、马茂元、刘逸生、周煦良、

谢冕、陈逸飞、蔡若虹、柳鸣九、张英伦、吴熊

和、丁景唐等。还有一些当时刚刚出道，后来成为

名家的新秀，如袁良骏、张永鑫、吴功正、周溶

泉、徐应佩、李如鸾、胡德培、金志仁、刘文忠、

毛时安等。余亦何幸，得附骥尾。一份刚刚问世而

又远在娘子关内的期刊，竟能聚集起如此众多的文

化精英，用一句时髦话说，可谓是豪华的‘黄金组

合’。”正因为当时的老、中、青几代文化精英情

有独钟的深切眷顾，《名作欣赏》有如天赋不凡的



宁馨儿，赢得了世人的喜爱。

《名作欣赏》创办三十余年，始终能结集一大

批名家提供精湛之作，个中缘由何在？

1981年11月5日，《名作欣赏》诞生一周年

后，刊物的三位编辑人员在山西省人民出版社两位

领导的率领下来到北京新侨饭店，约请首都文艺界

的六十多位领导同志（包括三位部级领导）、学界

名流和中青年专家举行座谈，请与会者慧眼辨良

莠，妙手洒雨露，促使这株新苗能以更茁壮的姿

容、更旺盛的生命力成长于文苑刊林之中。与会者

以满腔的真情挚意、高屋建瓴的审视卓见酬答了

《名作欣赏》办刊人员的热切期望。从领导与专家

的思辨性的睿智发言中，我们办刊人清晰地认识到

这本刊物一经问世便以高格调的名作、高质量的析

文、高雅的风貌引起轰动，其主要原因可归结为两

点：

其一，抓准先机，应时势所需，率先以文学名



作这一人类优秀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的本来面

目示于国人，率先恢复了文艺名作不可玷污、不可

抹杀的瑰宝价值与历史地位。

其二，认准文艺的内在客观规律，顺应品评文

艺作品的审美法则，率先摈弃“政治第一、艺术第

二”的文艺批评的极左教条，旗帜鲜明地高标全人

类早已认同的艺术欣赏、艺术审美的美学原理。

这就使在“文革”风暴中手捧“红宝书”、目

染“样板戏”的一代知识青年耳目一新，惊喜不已

地领略到人类数千年来凝聚美学理想，在并不完美

的现实土壤上精心构筑起的真、善、美和谐交融的

精神家园，从而如饥似渴地从这本刊物中吮吸着精

神的乳液。

这就使一大批学养丰赡、早就长于此道而长期

无用武之地的老专家与新秀们倍感振奋。他们不约

而同地倾心支持这本刊物，将他们压在箱底或蕴于

心田的精粹之作倾囊相授。于是，造就了《名作欣



赏》面世以来，连续而不断档的名家新秀荟萃

的“豪华黄金组合”的作者阵容。

天（时势提供的良机）、人（给力的作者、买

账的读者）合一的巨大客观力量创造了《名作欣

赏》一枝独秀，独领艺术审美鉴赏一代风骚的奇

迹。

《名作欣赏》亦属全国较早的社办期刊之一。

创刊时隶属于山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后隶属于

北岳文艺出版社。书刊相兼的体制理应体现出书刊

互补的优势。也就是说，在《名作欣赏》最为鼎盛

的前十五年间其精华读本就应问世，把刊物多年积

累下的精粹作品资源分类组合，结集出书。不无遗

憾的是，由于当时办刊人员较少，仅可应付刊物的

编校，无暇无力他顾，仅在1985年出版刊物的分

类选本后，便畏难却步，鸣金收兵，未克坚定不

移，持之以恒。迄至2001年初，我在山西省宣传

工作会议上作创新案例的重点发言时，作了如下一



段表态：“办刊二十多年来，《名作欣赏》已在海

内树立了品牌形象，已经积累了一笔相当丰厚的文

学鉴赏方面的弥足珍贵的资源。参照精品图书多次

重版覆盖的出版发行模式，利用社办期刊书刊相兼

相辅的有利条件，发挥刊物的品牌优势，我们现已

初步规划，打算从今年开始，陆续推出一批分类结

集的‘《名作欣赏》精粹丛书’。”之后不久，我

这个已延聘三四年的主编，便完全退居林下了。于

是《名作欣赏》变刊为书、书刊互补的美梦又延搁

十余年之久。

谁曾想到2010年创刊30周年的庆典之后，才由

当今山西出版集团领导鼎力支持，期刊社领导精心

谋划，十多位办刊人员齐心打造，历时两年多精细

繁冗的工作，此套精华读本方能由北京大学出版社

于2012年夏出版面世。北京大学，在上世纪50年

代接纳了我这个不才学子，成为我的母校，并于上

世纪80年代，以包容兼爱的胸怀深情眷顾《名作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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